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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手段落实性别平等

荣维毅 

2006-11-7

 

  

——来自台湾的经验 

以教育手段落实性别平等，是妇女争取性别平等运动的延伸。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率先

起跑，在性别教育平等中开展了多种行动，包括在高校设立性别平等教育机制和课程。不久前在香港召开

的第二届亚太地区性别平等教育研讨会，展示了亚太地区近年来性别平等教育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而台

湾性别平等教育情况，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把“性别平等教育”界定为“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地位之实

质平等”。其目标是在“公私立及各级学校”教育中落实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教育之内涵包括： 

1.学校应提供性别平等之学习环境，建立安全之校园空间。 

2.学校课程设置及活动设计不得因性别而有差别待遇。 

3.教材编写、审查及选用，应符合性别平等教育原则；教材内容应平衡反映不同性别之历史贡献及生活经

验。 

4.各层级性别平等课程设置：中小学除应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课程外，每学期应实施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

程或活动至少四小时；高级中等学校及专科学校前三年应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课程；大专院校应广开性别

研究相关课程。学校应发展符合性别平等之课程规划与评量方式。 

5.教师使用教材及从事教育活动时，应具备性别平等意识，破除性别刻板印象，避免性别偏见及性别歧

视；应鼓励学生修习非传统性别之学科领域。 

6.主管机关应订定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的防治准则，包括学校安全规划、校内外教学与人际互动注意事

项、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之处理机制、程序及救济方法。 

性别平等教育与男性气质建构的批判和反思 

从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规范和要求看，性别平等教育涉及政策法规和制度、教育环境与空间、

教材与课程、教师性别观念与教学活动等各方面。其中，每一环节或议题，都与反对校园暴力（不仅针对

女生的防暴意识和技巧，也保护男生不受暴力侵犯）有关。 



校园暴力有狭义、广义之分。前者包括学校内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校外入侵者与学校师生间所

发生的侵害生命、身体，及以强暴胁迫等手段压抑被害人之抵抗能力及意愿以遂行特定不法意图的犯罪行

为。后者除上述行为外，还包括学生侵害自身生命及身体之行为，如自杀或自残。 

暴力是权力差异的表现、是对他人身心的控制与侵略。从性别角度看校园暴力，一方面，男生的暴力

倾向高于女生；另一方面，男生遭受暴力侵害的机会也高于女性。校园暴力透过传统文化被“合法化”，

对冒险性格、竞争意识和英雄主义等男性特质的推崇，使暴力行为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而被认可。在男

子汉气概的建构中，不仅须贬抑“女性气质”，而且必须贬抑具有女性/阴性气质（非男子汉气质）的男生

和不喜欢使用暴力的男生才能得以立足。 

看男性气质建构与性别暴力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几个方面： 

女性歧视传统性别文化在角色分工与定型、气质与特征上，抬高男性贬低女性，男性气质建构伴随对

女性及女性特征的诋毁。在此背景下，对女性施暴即是男性气质的表现，包括对女性智慧和学习能力的贬

低、校园性暴力、约会强奸、性骚扰等。 

“娘娘腔”歧视在对外贬低女性的同时，男性气质建构中要除去其内在“女性气质”，因此，惧怕自

身的女性特征、歧视“娘娘腔”，不是个人偏好，而是传统男子气概建构的内在机制。相对于女性气质，

社会赋予男性气质较高评价与名声。当一个男生表现得像“娘娘腔”或具有“女性气质”时，便会被认为

是对男性角色的背叛，其智力/能力和心态/心理便会受到质疑。2000年4月，台湾屏东县国中三年学生叶

永鋕的死亡，即是对具有“女性气质”的男生的暴力典型。叶永鋕是一个活泼、有爱心、体贴人的好孩

子，就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像女生，“同学都欺负他，成为男生玩弄的对象，他们常常脱他的裤子，反正能

欺负他的把戏都用过了”。这一悲剧导致台湾“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

教育政策的重点从两性教育正式转化成为性别多元教育。还有很多像叶永鋕这样性别特质与众不同的学

生，共同经历了各种歧视、嘲笑，甚至凌辱的对待，如何还他们一个快乐、没有压力、平等的教育环境，

是学校及教育工作者无可回避的责任。 

男性之间的竞争与情感的疏离在男子汉气概建构中，游戏是又一个暴力养成途径。例如，近年台湾

高、初中盛行的“阿鲁巴”（大陆有“锯人”、“磨柱”、“坐飞机”等类似游戏），常在课外发生。选

中一个被“阿”的对象后，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其架住、抬起，并将其双脚拉开，将男性生殖器冲击教室的

门或墙壁或柱。这种看似只是学生间的游戏，是透过暴力行为控制、剥夺他人行动的能力并引起他人的恐

惧，隐含着对暴力行为和情绪态度的认可。在这种游戏中，还区分了敌我：参与游戏，是对男性身份和特

征的认同，能获得认可与情谊；如果不愿意参与、对暴力反感，则会受到轻视和排挤。为了掩饰内心的恐

惧，不诉苦、不流泪、不表达情感与需求，便成为男性汉气质的重要标志之一。 

性别平等教育的可行之路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教益？笔者认为，除了要把性别平等教育与反对性别暴力和批判男性

气质建构联系起来外，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推进性别平等教育需要务实态度和积极行动。推进性别平等教育不是说说即可，需要非常具体的行

动。包括编写教材、课程设计，教师培训、经验积累与交流等等。台湾性别平等教育的成果中，最令笔者

感动的是“从娃娃抓起”。目前大陆仅在高校开始进行了性别平等教育课程和机制建设，远未涉及中小学

校，更遑论幼儿教育（已有的“男子汉教育”不是性别平等教育）。而参加此次会议的台湾与会者，不仅

有高校教师，还有很多幼儿园、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对不同层性别平等教育的探索与经验，显示了台湾



性别平等教育的普及性和广泛性，以及性别平等教育研究与行动的多样性和务实性。 

澄清性别平等教育的理念与内涵。从会议学者的发言看出，国内有些高校对性别平等的意涵尚有不清

之处，甚至有的是在男女传统性别角色的基础上谈性别平等。华南师范大学王宏维教授在题为《中国（大

陆）高校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教学存在的矛盾》发言中尖锐指出：有的学校提出学这门课可以“让女人更

像女人，让男人更了解女人”；有些高校将女性学、性别研究课程与“女性的礼貌与礼仪”、“女性的着

装与化妆”、“女性人生与形象设计”、“女大学生的择业、就业技巧”、“女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婚恋

问题”、“如何展示女性魅力”等讲座混为一谈，使女性学/社会性别课程被理解或定位为一门如何使女性

和女大学生“活得更美丽、更精彩”的“实用型”、“应用型”课程。相比之下，台湾各层级学校的性别

教育，在目标、宗旨、内容、测评上是一致的。这种差别表明，要在学校推进性别平等教育，首先需要澄

清性别平等的意涵，而上述课程，只能维护性别不平等，加剧两性间的隔绝。 

探讨性别平等教育的可行之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是性别平等教育实施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

障。大陆目前尚无条件出台类似法律，可行之路是把性别平等教育纳入性教育内容之中。但性教育不应只

是生理知识教育，也不应该只是防止少女怀孕的安全性行为教育。性教育应该包括性别平等教育，即在性

生理教育中强调不同生理性别的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和性权利平等，倡导性行为的无伤、尊重、关怀等理

念。台湾性教育已从家庭生活纳入性别平等范畴，纳入平权教育。《国民教育阶段九年一贯课程总纲纲

要》把性教育融入七大学习领域之一，内容除性生理现象、安全性行为外，还包括不同性别角色的检视及

尊重、健康爱情观、亲密关系的维系、家庭生活中危险情境的辨识及处理等。与此同时，注重专业师资培

训机构的建立，因为性教育课程更重要的因素是老师本身对性的态度及观念，若老师本身无法突破对性与

性别的误解及偏见，其所展现出的态度就会深深影响学生对性与性别态度的养成。 

  

（出处：GAD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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